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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科学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探索“两山”转化路径,为提升“两山”理论实践成效,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方法]基于“两山”理论”,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
运用GEP核算法测算了生态产品价值,并对”两山”转化成效进行核算评估。[结果]①2017—2021年,贵
州省GEP表现出上升的变化趋势,是同年GDP的2.08~2.54倍,但GEP增速低于GDP增速。单位面积

GEP为1.96×107~2.32×107元/m2,人均GEP为9.05~10.61万元/人,表明环境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②生态物质供给产品价值(EPV)呈现出上升的变化趋势,变化

幅度为18.66%,占GEP的12.04%~13.07%,其中农业产品价值最高,渔业产品价值最低,研究结果揭示

贵州仍然属于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农业产业中以种植业为主。③生态调节服务产品总价值(ERV)呈现出

上升的变化趋势,上升幅度为8.34%,占GEP的60.30%~66.35%,其中气候调节价值最高,水质净化价值

最低,表明优越生态环境和高森林覆盖率是重要的气候调节器和生态屏障。④生态文化服务产品价值

(ECV)表现出上升的变化趋势,上升幅度为45.71%,占GEP的20.56%~27.65%。⑤“两山”转化价值表

现出上升的动态变化态势,上升幅度为39.37%,占GDP的82.40%~92.40%,揭示“两山”转化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ECV对其贡献度较高。但贵州在“两山”转化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和生态文

化产品价值的成效和贡献度。据此提出促进“两山”转化的路径。[结论]贵州省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成效不断上升,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生态调节功能,气候调节是其主要生态调节类型;生态产品价值中,非
实物产品价值占主导地位,实物产品价值相对较少;“两山”转化成效逐年上升,但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和生

态文化产品价值对其贡献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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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valueofecologicalproductswascalculatedscientificallyandthetransformation
pathof“TwoMountains”(lucidwatersandlushmountainsareinvaluableassets)wasexploredinorderto
providetheoreticalsupportforthepracticaleffectofthe “Two Mountains”theoryandpromotethe
constructionofanecologicalcivilization.[Methods]Basedonthetheoryof“Two Mountains,”andtaking
GuizhouProvinceastheresearchobject,thispaperconstructedanindexsystem ofecologicalproductvalue
accounting,measuredtheecologicalproductvalueusingthegrossecosystemproduction(GEP)accounting



method,andassessedtheeffectofthe“TwoMountains”transformation.[Results]①From2017to2021,

theGEPofGuizhouprovinceshowedanupwardtrend,whichwas2.08~2.54timestheGDPofthesame
year,butthegrowthrateoftheGEPwaslowerthanthatoftheGDP.TheGEPperunitareawas1.96×107

yuan/m2to2.32×107yuan/m2,andthepercapitaGEPwas90500yuan/m2to1.06×106yuan/m2.Theresults
showedthatthetransformationofenvironmentalresourceprotection,sustainableutilization,andthe
economicgrowthmodehasachievedcertainresults.② Thevalueofecologicalmaterialsupplyproducts
presentedanupwardtrendwitharangeof18.66%;thevalueofagriculturalproductswasthehighestandthe
valueoffisheryproductswasthelowest.TheresultsshowedthatGuizhouisstillaprovincewithagriculture
asitsmainfocus,andplantingisthemainaspectoftheagriculturalindustry.③Thetotalvalueofecological
regulationserviceproductsshowedanincreasingtrend,withanincreasingrangeof8.34%,accountingfor
60.30%—66.35%oftheGEP.Thevalueofclimateregulationwasthehighest,andthevalueofwaterquality
purificationwasthelowest.Thisshowsthatasuperiorecologicalenvironmentandhighforestcoverageare
importantclimateregulatorsandecologicalbarriers.④ Thevalueofeco-culturalserviceproducts(ECVs)

showedanincreasingtrend,withanincreasingrangeof45.71%,accountingfor20.56%—27.65%ofthe
GEP.⑤ Thetransformationvalueof“Twomountains”showedanincreasingtrendofdynamicchange,with
anincreasingrangeof39.37%,accountingfor82.40%—92.40%oftheGDP.Thisshowsthatthe“Two
Mountains”transformationhasachievedcertainresults,andthecontributionofECVshasbeenhigh.
However,GuizhouProvinceneedstofurtherenhancetheeffectivenessandcontributionofeco-material
productvalueandeco-culturalproductvalueintheprocessofthe“TwoMountains”transformation.Basedon
theresearchresults,thispaperrefinesthepathtopromotingthe “Two Mountains”transformation.
[Conclusion]TheprotectioneffectofnaturalresourcesandecologicalenvironmentinGuizhouProvinceis
increasing,theecosystemhasstrongecologicalregulationfunction,andclimateregulationisthemaintype
ofecologicalregulation;Thevalueofnon-physicalproductsisdominant,andthevalueofphysicalproducts
isrelativelysmall.Thetransformationeffectof“TwoMountains”isincreasingyearbyyear,however,itis
necessarytofurtherimprovethecontributionofthevalueofecologicalmaterialproductsandecological
cultureproductstothetransformationof“Twomountains”.
Keywords:ecologicalproductsvalue;GEPaccountingmethod;“TwoMountains”transformation;ecological

economy;GuizhouProvince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发展[1]。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不断推进,
“生态产品”逐渐演变为“绿水青山”的代名词[2]。在

“两山”理论指导下,探索和实践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及“两山”转化路径,对促进区域生态

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3]。但目前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面临产品附加值低、使用造成压力大、不可持续、
对“两山”转化助力小等困境,迫切需要健全其价值实

现机制、探索“两山”转化路径。贵州省生态环境优

越,生态产品丰富,在推进生态产品价值高效、可持续

利用的关键时期,科学核算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两
山”转化成效,对践行“两山”理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

的绿色转型,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价值。目前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评价[4-6]。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生态产品的概

念、内涵及分类[7-9]、生态产品价值的界定及其核算、

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理和机制[10-12]、实现模式与路

径、实现效益和效率[13-15]、实现的政策工具和协调治

理等[16]。关于贵州省的相关研究有喀斯特修复区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17]、毕节市“两山”转化路径[18]、流
域水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实现[19]、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与乡村振兴协同研究等[20]、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研究等[21],多为定性研究。虽然现有的研究取得

了丰硕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在科学

核算生态产品价值基础上对“两山”转化路径的实证

研究较少,特别是喀斯特山区省域尺度的研究甚少。
因此,本研究以典型喀斯特山区省份贵州为研究对

象,主要运用定量研究法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及

“两山”转化成效评估,探索“两山”转化的实践路径,
以期为建立健全研究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

生态产品价值提升、促进生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推
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提供科学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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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1.1 核心概念界定及核算范围明确

1.1.1 核心概念界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论(两山”理论),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进
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生态产品是在不损害生

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前提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

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以及源于生态系统结构和过

程的文化服务[3],即具有保障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资源集约、环境友好、绿色低

碳的产品和服务[21]。生态产品总值(GEP)是生态系

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各种最

终物质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提

供的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价值[21]。

1.1.2 核算范围的明确 本文主要核算贵州省生态

产品总值,包括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产品和生态

文化产品,其生态物质产品价值主要包含农、林、牧、
渔产品、生态能源、水资源和其他产品;生态调节产品

价值主要包含水源涵养、洪水调蓄、空气净化、水质净

化、固碳释氧、气候调节、病虫害控制、保育土壤等,根
据研究的目的和可行性,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和连续

性,选择以上8个典型的生态调节指标进行核算,没
有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指标纳入;生态文化产品价值

主要包含自然景观游憩[21]。

1.2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构建

本文借鉴《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

术指南》[22]《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DB52/T1608-2021)》[23]以及前人研究的成果[24],结
合贵州省实际,构建了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

体系(表1),共16个指标,包括生态物质产品7个核

算指标、生态调节产品8个核算指标,生态文化产品

1个核算指标。
根据构建的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

选择合适的方法对生态产品的实物量和价值量进行

核算,实物量核算方法主要运用统计调查以及相应的

核算模型,价值量则是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通过

市场调查法、替代成本法以及旅行费用法等进行核

算,其核算方法体系详见表1[21-23,25-26]。

表1 贵州省生态产品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体系

Table1 AccountingsystemofphysicalquantityandvaluequantityofecologicalproductsinGuizhouProvince

产品类别 核算内容
实物量核算体系

项 目    方 法  

价值量核算体系

项 目    方 法  
农业产品 农业产品产量 农业产值

林业产品 林业产品产量 林业产值

畜牧业产品 畜牧业产品产量 牧业产值

生态物质产品 渔业产品 渔业产品产量 统计调查 渔业产值 市场价值法

生态能源 水能、风能、太阳能发电量 生态能源产值

水资源 用水量 用水产值

其 他 花卉、苗木 花卉、苗木产值

生态调节产品

水源涵养 水源涵养量 水量供给法 蓄水保水价值 影子工程法

水库:可调蓄水量

洪水调蓄 湖泊:可调蓄水量 水量储存模型 调蓄洪水价值 影子工程法

沼泽:滞水量

净化二氧化硫量 二氧化硫治理价值

空气净化 净化氮氧化物量 污染物净化模型 氮氧化物治理价值 替代成本法

净化粉尘量 粉尘治理价值

净化COD量 COD治理价值

水质净化
净化氨氮量

污染物净化模型
氨氮治理价值

替代成本法
净化总氮量 总氮治理价值

净化总磷量 总磷治理价值

固碳释氧
固定二氧化碳量 固碳机理模型 固碳价值 造林成本法

氧气提供量 释氧机理模型 释放氧气价值 工业制氧成本法

气候调节
植被蒸腾消耗能量

蒸散模型 降温增湿价值 替代成本法
水面蒸发消耗能量

保育土壤
固土量

水土流失模型
固定土壤价值

替代成本法
保肥量 保持土壤肥力价值

病虫害控制 林地面积 统计调查 森林病虫害控制价值 防护费用法

生态文化产品 生态旅游 游客总人数 统计调查 生态旅游价值 旅行费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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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部(103°36'—109°35'E,

24°37'—29°13'N),东邻湖南,南邻广西,西邻云南,北
邻四川、重庆,是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西部陆海新

通道主要地区。境内地势起伏大,山地和丘陵面积占

92.5%,喀斯特出露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1.9%[27],
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典型喀斯特山区省份,是世界

上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发育地区之一。2021年全省生

产总值(GDP)为1.96×1012元,年末常住人口3.85×
106 人,国土总面积为1.76×105km2,其中,农田面积

为4.0×106hm2,耕地面积为3.39×106hm2,林地面

积为1.12×107hm2,草地面积为1.85×105hm2,湿
地面积为7177.33hm2,沼泽地面积为450.79hm2,水
域面积为260219.75hm2,湖泊面积为2369.67hm2。

2.2 研究方法

2.2.1 生态产品总价值 GEP核算法包括生态物质

产品价值、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和生态文化产品价值3
个部分[22],其公式如下:

GEP=EPV+ERV+ECV (1)
式中:GEP为生态产品总值;EPV为生态物质产品

价值;ERV为生态调节产品价值;ECV为生态文化

产品价值。

2.2.2 物质产品价值核算 生态物质产品包括农林

畜牧渔产品、生态能源、水资源及其他产品,产品的产

量可以通过统计部门获取。而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进

行交易,存在相应的市场价格,可以运用市场价值法

对生态物质产品进行价值核算[22-23,25-26]。其核算模型

如下:

   Vm=Epro·Pi=∑
n

i=1
Ei·Pi (2)

式中:Vm 为物质产品价值(元/a);Epro为生态物质产

品总产量(t/a);Ei 为第i种产品的产量(t/a);Pi

为第i类产品的价格(元/kg);i为研究区产品种类,

i=1,2,3…n。

2.2.3 调节产品价值核算

(1)水源涵养价值核算。水源涵养是生态系统

拦截滞蓄降水的服务,具有调节暴雨径流、补充地下

水等作用,以及增加可供利用水资源等功能。本文

采用水量供给法来测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并运用

影子工程法来评估水源涵养产品价值,其核算模型

如下[21-23,25-26]:

 Vwr=Qwr×Cwe=〔(UQw-TQw)+
(LQw-EQw)×(1-δ)〕×Cwe (3)

式中:Vwr为水源涵养价值(元/a);Qwr为水源涵养量

(m3/a);Cwe为水库的单位库容造价(元/m3);UQw

为核算区内的用水量(包括工业、、农业、生活用水量

等);TQw 为跨流域净调水量;LQw 为区域出境水量

(m3/a);EQw 为区域入境水量(m3/a);δ 为区域产

流径流系数。
(2)洪水调蓄产品价值核算。洪水调蓄是湖泊、

水库等湿地生态系统吸纳大量降水和过境水,有蓄

洪、泄洪以及削减洪峰的作用,减轻与预防汛期洪水

危害。本文采用水量储存模型评估生态系统洪水调

蓄量,运用影子工程法,以水库单位库容造价测算出

洪水调蓄产品价值,其核算模型如下[21-23,25-26]:

Vfm=Cfm×Cwe=(Crc+Clc+Csr)×Cwe (4)
式中:Vfm为洪水调蓄价值(元/a);Cfm 为洪水调蓄量

(m3/a);Cwe为水库的单位库容造价(元/m3)。
(3)空气净化产品价值核算模型。空气净化是

生态系统通过吸收、过滤、阻隔和分解空气污染物,改
善大气环境活动。本文采用污染物排放量核算实物

量,运用替代成本法测算空气净化产品价值,其核算

模型如下[22-23,25-26]:

Va=∑
n

i=1
Qapi·Ci (5)

式中:Va 为大气环境净化价值(元/a);Qapi为区域内

生态系统净化第i种大气污染物的总量(t/a);j 为

大气污染物的类别,i=1,2…n,无量纲;Ci 为治理第

i类大气污染物的成本(元/t)。
(4)水质净化产品价值核算模型。水质净化是

湖泊、河流、沼泽等湿地生态系统对水体污染物的吸

附、降解、转化,具有净化水环境的功能。本文采用污

染物排放量核算实物量,运用替代成本法测算水质净

化产品价值,其核算模型如下[22-23,25-26]:

Vw=∑
n

i=1
Qwpi·Ci (6)

式中:Vw 为水质净化价值(元/a);Qwpi为区域内生态

系统净化第i类水污染物的总量(t/a);i为水体污染

物的类别,i=1,2…n,无量纲;Ci 为治理第i类水污

染物的成本(元/t)。
(5)固碳释氧产品价值核算模型。固碳释氧是

生态系统中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CO2,增加

碳源,释放O2。降低了大气中CO2浓度,减缓温室效

应,并维护大气中氧气的稳定,改善人居环境。本文

采用固碳速率法以及净初级生产力(NPP)与净生态

系统生产力(NEP)的相关转换系数核算生态系统固

碳释氧总量,运用造林成本法和工业制氧成本法评估

固碳释氧产品价值,其核算模型为[21-23,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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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f=QtCO2·CC=〔
MCO2

MC
×(FCS+GSCS+

WCS+CSCS)+QkCO2〕×CC (7)
式中:VCf为固碳价值(元/a);QtCO2为固定二氧化碳

总量(t/a);FCS为森林固碳量(t/a);GSCS为草地

固碳量(t/a);WCS为湿地固碳量(t/a);CSCS为农

田固碳量(t/a);QkCO2为岩溶固定二氧化碳量(t/a);

MCO2/MC=44/12,为C转化为CO2的系数;CC 为

碳价格(元/t)[21-23,25-26]。

Vop=Qop·Co=〔MO2/MCO2×QCO2〕×Co (8)
式中:Vop为释氧价值(元/a);Qop为生态系统的氧气

释放总量(t/a);MO2/MCO2=32/44为CO2 转化为

O2 的系数;QCO2为生态系统固碳量(t/a);Co 为制

氧价格(元/t)。
(6)气候调节产品价值核算模型。气候调节是

生态系统通过植被蒸腾、水面蒸发吸收太阳能,具有

降温增湿、改善居住环境舒适度的功能。本文将生态

系统蒸腾蒸发消耗能量作为实物量,运用替代成本法

测算出气候调节产品价值,其核算模型如下[21-23,25-26]:

Vtt=Ett·Pe=(Ept+Ewe)×Pe (9)
式中:Vtt 为气候调节价值(元/a);Ett 为生态系统

蒸腾蒸发 耗 能(kW·h/a);Ept 为 植 被 蒸 腾 耗 能

(kW·h/a);Ewe为水面蒸发耗量(kW·h/a);Pe 为

电价(元/kW·h)。
(7)保育土壤产品价值核算模型。保育土壤是

生态系统的重要调节产品之一,不仅能固土保肥、防
止水土流失、减少雨水和水流对土壤的侵蚀,还能起

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本文用各生态系统

潜在与现实土壤侵蚀模数之差计算固土总量,运用

替代成本法,以挖取和运输单位体积土方成本和磷酸

二铵化肥价格测算出保育土壤产品价值,其核算模型

如下[21-23,25-26]:

Qcsv=∑
n

i=1
Si×(X1-X2) (10)

式中:Qcsv为生态系统保育土壤量(t/a);Si 为各生态

系统面积(km2),i=1,2…n,无量纲;X1 为潜在土壤

侵蚀模数(t/km2·a);X2 为现实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Vcsv=(Qcsv/ρ)×P+∑
n

i=1
Qcsv×Ci×PNP/Ri (11)

式中:Vcsv为生态系统保育土壤价值(元/a);ρ为土壤

容重,取值1.305t/m3;P 为挖取和运输单位体积土

方成本(元/m3);Ci 为土壤中氮、磷含量,氮含量取

值0.37%,磷含量取值0.108%;PNP为磷酸二铵价格

(元/t);Ri 为 磷 酸 二 铵 氮、磷 含 量,氮 含 量 取 值

14%、磷含量取值15%,i=1,2…n,无量纲。

(8)病虫害控制产品价值核算模型。对植物进

行大规模单一培育,极易导致植物发生各类病害和

虫害,而生物多样性恰恰能有效抑制病虫害发生率,
从而减少病虫害带来的损失。本文采用防护费用

法评估生态系统病虫害控制产品价值,其核算模型

如下[21,23,25-26]:

Vp=SF·Pf (12)
式中:Vp 为病虫害控制价值(元/a);SF为林地面积

(km2);Pf 为 单 位 面 积 森 林 病 虫 害 防 治 费 用

(元/km2·a)。

2.2.4 文化产品价值核算 生态文化产品价值是人

们通过休闲旅游从生态系统获得精神上的非物质价

值,本文运用旅行费用法评估生态旅游产品价值,其
核算模型如下[21,28]:

 Vr=N×(T×W+Ctc+Clf+Cef) (13)
式中:Vr 为核算地点的生态旅游价值(元/a);N 为核

算地区旅游的总人数(人/a);T 为游客用于旅途和核

算旅游地点的平均时间,取值为2.44d/人;W 表示游

客的当地平均工资,取值181.83元/(人·d);C 为游

客花费平均旅行费用,取值为507.09元/人,其中包

括游客到核算区域的交通费用Ctc(元/人)、食宿花费

Clf(元/人)和门票费用Cef(元/人)。

2.3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7,2019和2021年为研究期,GEP核

算分析用到的各指标原始数据来源具体详见表2,缺
失数据用最近一年数据进行填补。市场价格根据研

究期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因疫情影响,2021年旅游

总人数用2019年的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本文分别从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产品和生态

文化产品3个维度,对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

进行分析。

3.1 生态物质产品价值

生态物质产品指人类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可
在市场交换的各种物质产品,如食物、纤维、木材、药
物、淡水、装饰材料与其他物质材料等。根据统计调

查研究期贵州省生态物质产品的实物量数据,核算出

其各指标价值量,统计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图1统计分析结果表明,2017—2021年贵州省生

态物质供给产品总价值呈现出上升的变化趋势,由

2017年的4.50×1011元上升到2021年的5.35×1011元,
上升幅度为18.66%。各类生态物质供给产品价值量

排序为:农业产品价值>林业产品价值>畜牧业产品

价值>生态能源价值>花卉、苗木等其他产品>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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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价值>渔业产品价值,分别占总价值的45.58%~
49.23%,22.79% ~24.65%,13.49% ~14.40%,

9.14%~9.77%,2.54%~3.02%,1.51%~1.96%,

1.30%~1.49%,农业产品价值最高,渔业产品价值最

低,其余产品价值位于二者之间。研究结果揭示贵州

仍然属于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农业产业中以种植业为

主;研究区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62.12%,林
业产品价值位居第二,说明近年来林业产品开发取得

了相应的成效,但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贵州属于典

型喀斯特山区,水域面积小、蓄水保墒能力较低。水

产品养殖规模较小,对其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导致水

产品的价值最低。

表2 贵州省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数据来源

Table2 DatasourcesforaccountingofgrossecosystemproductofterrestrialecosystemsinGuizhouProvince

数据类型 具体指标       数据来源   

统计数据

农林畜牧渔业产品产量、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各类作物产量、二氧化硫总量、氮
氧化物总量、粉尘总量、COD、氨氮总量、总氮总量、总磷总量、各类作物产量

2018—2022《贵州统计年鉴》《中国
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

花卉苗木产值 中国商报网

水库总库容量、化学氮肥施用量、复合肥施用量 2018—202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田、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湿地、岩溶的面积 2017—2021年《贵州省自然资源公报》
用水量、跨流域净调水量、区域出境水量、区域入境水量、区域产流径流系数 2017—2021年《贵州省水资源公报》
生态用水价格 贵州省发改委

统计调查数据
年旅游总人数、平均旅行费用(游客平均的交通费、餐饮费、住宿费、门票费),游
客用于旅途和旅游地点的平均天数等

2018—2022《贵州统计年鉴》、问卷
调查

文献数据

电价、水价(生活、农业、工业)、水库单位库容造价、水体污染物治理成本、空气污
染物治理成本、造林成本、工业制氧成本、森林病虫害防治费用、夏季蒸发量、植
被单位面积蒸腾吸热值、挥发潜热、加湿器耗电量、土壤的容重、氮、磷含量

文献[26]

挖取和运输单位体积土方成本、磷酸二铵价格、磷酸二铵氮、磷含量

农田、森林、草地、湿地潜在土壤侵蚀模数、现实土壤侵蚀模数 文献[26]

沼泽湿地地表滞水高度

指南文件数据
森林植被固碳速率、森林土壤的固碳速率及固碳系数、草地土壤固碳速率、水域
湿地固碳速率、农田土壤有机碳变化、土壤厚度、各类作物草谷比、地下水径流模
数、[HCO-3 ]浓度

《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
算技术指南》

图1 2017—2021年贵州省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动态变化

Fig.1 Dynamicchangesofeco-materialproduct
valueinGuizhouProvincfrom2017to2021

3.2 生态调节服务产品价值

生态调节服务指自然生态系统提供改善人类生

存与生活环境的各种非物质服务,如土壤保持、水源

涵养、水质净化、大气净化、固碳释氧、气候调节、洪水

调蓄、病虫害控制等[13]。2017—2021年贵州省生态

调节产品价值量核算结果如图2所示。

图2核算分析结果表明,2017—2021年贵州省生

态调节服务产品总价值呈现出上升的变化趋势,与陈

梅等[29]研究结果变化趋势相似,总价值由2017年的

2.28×1012元上升到2021年的2.47×1012元,上升幅

度为8.34%;各项调节服务产品价值总体上表现出上

升的动态趋势,价值量由大到小排序为:气候调节价

值>水源涵养价值>保育土壤价值>固碳释氧价值

>洪水调蓄价值>空气净化价值>病虫害控制价值

>水质净化价值。气候调节价值最高,在总生态调节

产品价值中比例为42.21%~45.16%,水质净化价值

最小,比例为0.33%~0.48%,其余生态调节产品总

价值居中,其中气候调节、水源涵养价值、保育土壤价

值3项之和在总生态调节产品价值中所占比例为

77.82%~81.58%。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丰富的自然

资源,优越的生态环境和高森林覆盖率是重要的气候

调节器和生态屏障,各类生态系统尤其是森林生态系

统充分发挥了强大的生态调节功能。水质净化价值、
病虫害控制价值、空气净化价值之和在总ERV中比

例仅为4.83%~5.36%,这主要是由于贵州省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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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COD等各项污染物的排放量少,均为达标排放,
农药化肥施用少,对大气环境和水环境影响较小,使
得生态系统净化环境的价值较小,这进一步验证了贵

州生态环境良好的结论。

图2 2017—2021年贵州省生态调节服务产品价值动态变化

Fig.2 Dynamicchangesofeco-regulationserviceproducts
valueinGuizhouProvincfrom2017to2021

3.3 生态文化服务产品价值

贵州省生态文化服务产品价值主要包括生态旅

游、森林康养和科研教育。本文主要以生态旅游的价

值核算为主。2017—2021年生态文化服务产品价值

核算统计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2017—2021年贵州生态文化服务产品价值变化趋势

Fig.3 Changetrendofeco-culturalserviceproducts
valueinGuizhouProvincfrom2017to2021

从图3中可以看出,2017—2021年贵州生态文化

服务产品价值表现出上升的变化趋势,从7.01×1011

元上升到1.08×1012元,上升幅度为52.55%,与陈梅

等[29]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贵州

省优良的生态环境转化成一定的生态文化服务产品

价值,“两山”理论实践转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

受疫情及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其转化成效还有一定

的提升空间。

3.4 生态产品总值动态变化

根据EPV,ERV,ECV的核算结果,2017—2021年

贵州省GEP及其与GDP对比的动态变化情况统计

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
图4统计分析结果表明,2017—2021年贵州省

GEP表现出上升的变化趋势,从2017年的3.41×
1012元上升到2021年的4.09×1012元,是同期 GDP
的2.08~2.54倍,增幅为18.79%,但GDP增速高于

GEP增速,与范振林、陈梅等研究结果相似[21,29];研究

期贵州单位面积GEP为1955.27~2322.58万元/m2,
人均GEP为9.05×104~1.06×105 元/人,高于全国多

个地区的平均水平[22]。在 GEP中,ERV>ECV>
EPV,ERV,ECV,EPV分别占GEP的60.30%~66.35%,

20.56%~27.65%和12.04%~13.07%,与 范 振 林

等[21]、陈梅等[29]研究结果相似。

  注:EPV为生态物质供给产品价值;ERV为生态调节服务产品总

价值;ECV为生态文化服务产品价值。下同。

图4 2017—2021年贵州省GEP及其与GDP对比的动态变化

Fig.4 DynamicchangeofGEPanditscomparisonwith
GDPinGuizhouProvincefrom2017to2021

3.5 “两山”转化价值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结果[29],结合研究区实际,本
文采用生态物质产品价值与生态文化服务产品价值

之和来衡量“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价值,其
统计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2017—2021年贵州省“两山”转化价值的变化趋势

Fig.5 Changetrendoftransformingvalueof“Twomountains”in
GuizhouProvincefrom2017to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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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可知,2017—2021年贵州省“两山”转化价

值表现出上升的动态变化态势,从2017年的1.16×
1012元上升到2021年的1.61×1012元,上升幅度为

39.37%,占GDP的82.40%~92.40%,表明贵州省在

实践“两山”理论转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生态系

统不断助力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ECV在“两山”理
论转化价值中比例为61.10%~69.66%%,高于EPV
比例,反映ECV对“两山”价值转化的贡献度较高,但
与陈梅等[29]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揭示贵州省需

要进一步厚植生产力和生态优势,多措并举助力生态

资源持续向生态资产转化。

4 促进“两山”转化的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举

措和难点,如何科学评估核算生态产品价值、定量评

估“两山”转化成效,深入挖掘提炼“两山”转化路径、
助推“两山”理论转化,真正推动“两山”理念落地生根

是贵州省面临的难题,鉴于此,文章基于贵州省生态

产品价值核算分析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挖掘提炼促

进“两山”转化的路径。
(1)持续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提高生态产品供

给质量和能力。生态安全作为一个区域最严格的生

态制度、底线,不仅对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开发

有相互均衡的作用,也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效益互相结

合有着重要意义。针对贵州省的自然保护区、湿地、
水源地、风景名胜区和自然遗产等各类自然保护,要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和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管理保护

原则,对其进行优化和重组,实行统一和集中管理,以
达到生态环境有效保护和系统修复的目的。通过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保护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提高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恢复能力,包括加强水土保持工

作,推进植被恢复和生态修复,减少土地退化和水资

源污染等,以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质量,保障生态产品

的供给能力。
(2)构建生态资源大数据平台、健全生态资产产

权制度体系。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研究区草地、湿
地、林地、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本底调查,并构建生

态资源大数据平台,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考核机制

构建奠定数据基础,同时为构建权属清晰、权责明确、
监管到位的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贡献经验和

智慧。借助调查监测、确权登记、颁证下发等手段作

为工作基础,进一步建立健全的自然资源生态资产产

权制度体系,助力“两山”理论转化。
(3)大力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助推生态资源向富

民资产转化。结合区域特点,分区分类大力发展特色

优势的绿色林业产业、农业产业和畜牧业产业等,依
托生态资源发展集约化、高端化的生态产业,建立生

态产品优势区和特色生态产品示范区,打造特色生态

产品品牌,助推绿色优质的林业、农业和畜牧业等生

态产品供给,着力提升各类生态产品价值。同时,发
挥贵州得天独厚的喀斯特自然生态景观、康体养生、
红色文化、国酒文化以及土司文化等特色文化优势,
以创建贵州特色旅游景区等为载体,以休闲生态农

庄、民族农家乐等为介质,推动生态农旅深度融合发

展,打造当地特色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开发精品生

态旅游路线、借助区域公共品牌持续打造“山地公园

省·多彩贵州风”等生态旅游品牌,扩大当地生态旅

游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助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胜地,
提高持续竞争力;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把贵州省潜

在的生态资源有效转化为生态产业发展优势,提升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贡献度。
(4)创新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生态产品价值

持续提升。创新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

制、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生态奖惩制度,充分

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的经济

动力。如建立生态补偿基金: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补

偿生态保护者和生态环境受损者;探索将生态补偿纳

入市场机制,通过生态产品交易、碳排放交易等方式,
实现生态价值的市场化和经济化,鼓励企业和个人购

买生态补偿额度,推动生态补偿机制可持续发展;建
立生态补偿项目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确保补偿资金的

使用效果和公平性,促进生态产品价值持续提升。
(5)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赋能生态经济

持续高效发展。建立生态产品认证体系:制定相关标

准和认证程序,对符合生态产品标准的产品进行认

证,确保产品的生态属性和质量;加强市场推广和宣

传:通过广告、展览、推介会等方式,向公众宣传生态

产品的独特价值和优势,提高消费者对生态产品的认

知和接受度;建立生态产品溯源系统,追踪生态产品

的生产过程和来源,确保产品的可追溯性和质量安

全;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加强生态产品产业链各环

节的协同合作,提高产品附加值。例如,农产品可以

与旅游、餐饮等产业相结合,形成产业联动效应;科技

创新和技术应用:加大对生态产品研发和创新的支持

力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提升生态产

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建立统一的生态产品交易平

台,提供信息对接、交易撮合等服务,促进生态产品的

流通和交易。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可实现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赋能生态经济持续高

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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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贵州省研究对象,在借鉴相关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核算技术指南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研

究区实际,从EPV,ERV,ECV这3个核算维度选取

16个核算指标,构建了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

体系,对2017—2021年 GEP进行核算分析,并对“两
山”转化价值进行探讨,提出促进“两山”转化价值提

升的路径,基于研究结果,归纳总结出文章的主要研

究结论并进行讨论。

5.1 结 论

(1)从生态产品价值动态演变看。2017—2021
年,贵州省GEP表现出上升的变化趋势,从2017年

的3.44×1012元上升到2021年的4.09×1012元,是同

期GDP的2.08~2.54倍,上升幅度为18.79%,但

GEP增 速 低 于 GDP 增 速。单 位 面 积 GEP 为

1.96×107元/m2~2.32×107 元/m2,人均 GEP为

9.05×104~1.06×105 元/人,表明环境资源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PV,ERV,ECV呈现出上升的变化趋势,上升幅度分

别为18.66%,8.34%,45.71%,分别占GEP的12.04%
~13.07%,60.30%~66.35%,20.56%~27.65%;在

EPV中,农业产品价值最高,渔业产品价值最低,研究

结果揭示贵州仍然属于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农业产业

中以种植业为主;在ERV中,气候调节价值最高,水
质净化价值最小,表明优越生态环境和高森林覆盖率

是重要的气候调节器和生态屏障。
(2)从“两山”转化价值评价看。“两山”转化价

值表现出上升的动态变化态势,从2017年的1.16×
1012元上升到2021年的1.61×1012元,上升幅度为

39.37%,占GDP的82.40%~92.40%,揭示“两山”转
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ECV对其贡献度较高,但还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贵州在“两山”转化过程中需

进一步提升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和生态文化产品价值

的成效和贡献度。文章根据研究结果提炼出促进“两
山”转化的路径。

5.2 讨 论

(1)贵州省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退化喀斯特

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不
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依托高森林覆盖率及喀斯特山

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景观、康体养生、红色文化及

国酒文化等特色文化优势发展特色生态旅游推动了

“绿水青山”的价值、“两山”转化效率的不断提升,研
究结果可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和效率的测度、生
态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及“两山”转化成效评估、政府

制定生态补偿和退化喀斯特生态系统的修复政策及

筑牢生态屏障等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与省

内学者熊康宁等[17]、范振林[21],廖薇等[26]相关研究

成果相比,文章以2017—2021年为核算期,对贵州全

省生态产品价值进行核算,使得核算结果较高于以往

研究;与省外学者陈梅等[29]、代汝磊等[30]相关研究成

果相比,其总值、分项价值、“两山”转化的变化趋势等

与其研究结果相似,但“两山”转化成效较低,从5个

方面提炼促进“两山”转化成效提高的路径。
(2)本文受数据可获得性、连续性等客观局限性

因素影响,构建的指标体系主要对研究区生态系统的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分析,且在生态效益中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指标未考虑,对“两山”转化价值的

评价不太全面,未来研究需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指标

纳入生态效益、增加社会效益评价并健全评价指标体

系;生态文化服务产品价值核算中游客用于旅途和核

算旅游地点的平均时间,游客当地平均工资及游客花

费平均旅行费用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数据可能

存在不精确性,这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代汝

磊等[30]运用当量因子法核算对河北省生态产品价值

空间进行了动态研究,而本研究运用GEP核算法对

贵州生态产品总价值进行了时间演变的研究,在将来

研究中,需要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
系统地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行不同区域的时空分

异探讨,并将研究结果在经济活动中进行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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